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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写 说 明

中华人民共和固成立后，顺德县政权的组织形式依照我国国

体、政体和国家宪法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。从1950年4月至

1992年4月共四十三年期间，顺德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过了不断

发展、完善的历程。为了回顾-9总结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

和历史沿革，使各界了解我县人大各个时期的基本概貌，并给从事

人大工作的同志提供研究与方便，我们编写了《顺德县人大志》这

本专志。

《顺德县人大志》的编写工作，从1989年5月着手，至1992年

8月定稿。我们依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尊重历史，尊重事实，通

过翻阅大量史料，认真分析整理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几经补充修改，

力求客观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基

本脉络。

《顺德县人大志》着重记载了顺德县1950年4月至1992年4月

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活动的史实，概

要地反映了四十三年来我县地方政权建设、国家活动和民主政治制

度建设的历程。本志体例，以编、章、节编排，采用述、志、记、

图、表、录的体裁，以志为主。为使文字尽可能简练，我们在书中

对一些会议、机构、法律名称等，采用习惯的简称。本志还有附

件17件，以便读者具体了解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活动的

某些侧面。



本志的编写工作，是在顺德县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，在县地方

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，在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同志的共同配

合下完成的。在收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，得到顺德县档案局和广东

省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帮助，并得到在县人大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关

心支持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l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加上历史资料不金，书中疏漏或不当之

处，在所难免，敬希读者指正。

《顺德县人大志》编写组

一九九二年八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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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顺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的中部，东连番禺县，北接南海

县，西邻新会县，南毗中山市。金县总面积8 0 6平方公里。顺德于

公元1452年(明朝景泰三年)建县，明、清属广州府，民国属广

东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隶属于珠江专区、粤中区、佛山地区和

佛山市。全县辖十一个镇，总人口93．2万人(1992年)。

顺德县于1949年10月28日解放，同年lo月30日设立容良地区军

事管制委员会，领导金县工作。翌年3月20日，成立了顺德县人民

政府。从此，顺德同全国一样，结束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

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，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

史时期。

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根本

政治制度。从1950年4月至1992年4月，顺德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

制度经历了建立、发展、遭受破坏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。纵观四十

三年我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历史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：

一、1950年4月——1953年2月。解放初期，因召开人民代表

大会的条件还未成熟，按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规

定，以协商产生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

权，作为过渡。依照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》，由县人民

政府召开了容、良、伦地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县一至七届

各界人民代表会议。会议议程主要是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工作报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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